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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!本文利用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"

F-7O4-O7!36,O"><$O-<OF-;#4M67$#->

C

,7OM

!

F>F>

#对
0&%0!0&%.

年畜牧与

草地学科的动物繁殖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行了检索!并从申请项目数&资助项目数&依托单位&项目负责

人&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'结果表明!

0&%0!0&%.

年面上项目资助数量增加趋势明显(面上项目负

责人以高级职称人员为主!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以中级职称人员为主!绝大多数项目负责人具有博士学位(项

目依托单位以高等院校为主体(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家畜"以猪&牛和羊为主#!研究内容集中于卵巢功能&卵子成

熟及体细胞核移植"

>#M67$<<O55-N<5O64746-,;O4

!

>AXE

#(组学技术已成为动物繁殖领域基础研究的重要手段!动

物繁殖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是当前研究热点'

关键词!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动物繁殖(资助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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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动物繁殖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

!!

动物繁殖是畜牧生产中的关键环节!对动物品

种的改良和数量的增加具有重要作用!直接影响着

畜牧业经济效益'过去
@&

年!得益于内分泌学&繁

殖生理学和胚胎学等领域的科技进展!提升了发情

排卵控制&人工授精&超数排卵和胚胎移植"

VN57$!

W

5O#[N567$#-6-"OM34

C

#746-,;O4

!

VTLE

#及胚胎

体外生产等繁殖技术水平!并将其应用于畜牧生产!

加速了家畜育种进程&提高了动物繁殖效率)

%

*

'随

着全球畜牧业的迅速发展!养殖压力加大!动物繁殖

领域基础研究倍受重视'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中

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!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中国

基础研究的进步与发展)

0

*

'本文通过对
0&%0!0&%.

年动物繁殖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

情况的分析!以期反映中国动物繁殖领域基础研究

的发展现状!为今后项目申报提供参考'

#

!

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

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基金网络

信息系统"

F-7O4-O7!36,O"><$O-<OF-;#4M67$#->

C

,!

7OM

!

F>F>

#进行项目检索!在
A%1&%&)

代码下!查询

0&%0!0&%.

年面上项目&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

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(在
A%1&%

代码下!

查询所有其他类别项目!并根据项目研究内容筛选

动物繁殖领域项目!用
LQ<O5

进行相关数据分析'

!

!

结
!

果

!G#

!

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概况

0&%0!0&%.

年畜牧学与草地学学科共受理
..&

份动物繁殖领域项目申请!占整个畜牧学与草地科

学学科的
/')&_

!经过学科评审!择优资助
%0/

个

项目!平均资助率为
%/'@@_

!低于畜牧学与草地科

学学科的平均资助率"

0%')(_

#'表
%

显示!各年度

动物繁殖领域各类项目申请总量无明显变化!表明

从事动物繁殖领域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较稳定'从

项目类型来看!获资助项目主要包括面上项目&青年

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等
.

类项目!以面上项目&

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为主!占资

助总量的
/.'/&_

!其中面上项目资助数量最多!占

资助总量的
)&'*%_

'面上项目各年度申请数量呈

现明显波动!

0&%*

年面上项目申请数量开始降低!

到
0&%)

年降至最低!而后逐年上升!到
0&%.

年申请

量最高!这与畜牧学与草地科学学科面上项目申请

量变化一致'这种变化与面上项目申请限项规定有

关!

0&%*

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明确规

定$,自
0&%)

年起!已经连续
0

年"本次指
0&%0

和

0&%*

年度#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申请人!

暂停
%

年面上申请资格-

)

*

*

'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设

立的目的是为培养青年人才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

力!为学科贮备后继人才'

0&%0!0&%.

年!动物繁殖

领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数量均呈现先

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规律!

0&%)

年达到最高'

0&%0!

0&%@

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数量一直呈

上升趋势!

0&%.

年申请和资助数量出现明显下降!

这可能是受地区基金限项政策影响!

0&%.

年度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规定!,自
0&%.

年起!作为

项目负责人获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累计已满
*

项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地区科学基

金项目!

0&%@

年以前"含
0&%@

年#批准资助的地区

科学基金项目不计入累计范围-

)

)

*

'

除面上&青年和地区
*

类项目外!

0&%0!0&%.

年!动

物繁殖领域获批重点项目
0

项!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

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各
%

项!分别占畜牧学与草地

学学科资助总量的
%)'0/_

&

0@'&&_

和
%0'@&_

!该类

项目竞争激烈!在一定程度上获资助表明我国动物繁

殖学科已具备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和优秀人才'

!G!

!

资助项目依托单位分析

对
0&%0!0&%.

年获资助的
%0/

个动物繁殖项目

的依托单位进行分析!结果显示!共有
).

个依托单位

获资助!其中高等院校
*)

所!共承担项目
%&/

项!涉

及经费为
.%*1

万元!占经费总额的
(.'/*_

(科研单

位
%0

家!共承担项目
0*

项!资助经费
/0*

万元!占经

费总额的
%*'&1_

'由此可见!高等院校是中国动物

繁殖领域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!这一结果与畜牧学与

草地科学学科一致)

@

*

'年度资助项目数变化结果表

明!高等院校近
0&%0!0&%.

年获资助项目数有明显增加

趋势!而科研院所虽有波动!但增加趋势不明显"图
%

#'

表
0

显示!资助数量排名前
@

的依托单位分别

为南京农业大学&西北农林科技大学&中国农业大

学&吉林大学和广西大学!获资助项目数占资助总数

的
*.')*_

(从项目类型看!广西大学&云南农业大

学和云南省畜牧科学院获资助项目绝大多数是地区

科学基金项目!由此可见!地区基金在培养和扶持该

地区动物繁殖领域的科技人员!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

方面起重要作用(从资助经费来看!获资助超过
0&&

万元的依托单位有
(

家!占总经费的
@.'%/_

!其中中

国农业大学总经费
%%@.

万元!占总经费的
%.'*1_

'

1))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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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动物繁殖领域基金申请与资助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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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类别

E

CW

O,#;

W

4#

8

46M,

资助数%申请数

XNM3O4#;;N-"O"

W

4#

8

46M,

%

XNM3O4#;

W

4#

W

#,65,

W

4#

8

46M,

0&%0

年
0&%*

年
0&%)

年
0&%@

年
0&%.

年

项目数合计

E#765-NM3O4

#;

W

4#

8

46M,

面上项目
=O-O465G4#

8

46M, (

%

@1 %&

%

)/ %&

%

)* %0

%

@0 %0

%

@/ @0

%

0.&

青年科学基金项目

#̀N-

8

><$O-7$,7,2N-"

@

%

)% %&

%

). %&

%

)/ /

%

)& (

%

*/ )0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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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科学基金项目

2N-";#4KO,,HO[O5#

W

O"BO

8

$#-,

*

%

0* .

%

0@ (

%

*& (

%

*% .

%

0. *%

%

%*@

重点项目
]O

C

G4#

8

46M, &

%

% &

%

& %

%

/ &

%

% %

%

@ 0

%

%.

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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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$,7$-

8

N$,:O" #̀N-

8

><:#564,

&

%

* &

%

* %

%

0 &

%

0 &

%

* %

%

%*

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

LQ<O55O-7 #̀N-

8

><$O-7$,7,2N-"

&

%

* &

%

% &

%

% &

%

0 %

%

* %

%

%&

国际"地区#合作与交流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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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$#-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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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
O467$#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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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OG4#

8

46M,

&

%

0 &

%

* &

%

% &

%

% &

%

0 &

%

/

联合基金
G4#

8

46M,#;J#$-72N-", &

%

& &

%

% &

%

% &

%

& &

%

& &

%

0

项目数合计
E#765-NM3O4#;

W

4#

8

46M, %.

%

%*& 0.

%

%0( *&

%

%*. 0/

%

%0/ 0(

%

%*1 %0/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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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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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L

年依托单位资助项目数

34

1

G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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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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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@

0,742

1

42*747IM

7402*CI,4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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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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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G'

!

项目负责人分析

通过对
%0/

个资助项目的负责人职称类别和学

位情况进行分析!结果显示"表
*

#!项目负责人为正

高级职称人员最多!占总数的
)@'1)_

!副高级职称

和中级职称人员数量相仿!分别占总数的
0@'@(_

和
01'/%_

'其中面上项目负责人职称以正高级和

副高级为主!分别占总数的
.@'*(_

和
*0'./_

(地

区科学基金项目也是类似情况!正高级和副高级职

称人员分别占总数的
.)'@0_

和
0/'&*_

!说明正高

级职称人员是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

主体'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于年龄的限制!项目

负责人以中级职称为主!占总数的
1('@1_

'从学

位来看!

/@'*@_

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博士学位!表明

博士期间的科研训练和科研经历是获得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项目的主要助力'

!G%

!

项目研究对象

将
%0/

个项目按研究对象进行分类!如表
)

所

示!动物繁殖领域资助项目涉及
%%

类动物!其中猪&

牛和羊领域的项目数最多!分别占立项总数的

**'**_

&

0)'&*_

和
0&'/*_

'上述
*

种家畜在中

国畜牧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!资助情况在一定程度

上也体现了科研服务生产(但家禽繁殖领域资助项

目仅
(

项!占总数的
.'0&_

!作为养禽大国!这一立

项比例偏低!今后应加大该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团队

建设'

!GL

!

项目研究内容分析

根据研究内容!将
0&%0!0&%.

年动物繁殖领域

资助的
%0/

个项目划分为
1

个类别$睾丸功能与精

子发生&卵巢功能与卵子成熟&生殖内分泌&配子与

胚胎保存&早期胚胎发育与附植&体细胞核移植"

>#!

M67$<<O55-N<5O64746-,;O4

!

>AXE

#和诱导多能干细胞

"

F-"N<O"

W

5N4$

W

#7O-7,7OM<O55,

!

$G>

#及其他类别'

())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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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动物繁殖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

表
!

!

!"#!M!"#U

年动物繁殖领域基金资助项目数排名前
L

的依托单位情况

D+56)!

!

D0

@

L0FFI2C)C

@

,0

1

,+:*42F4)6C0F+24:+6,)

@

,0CI-7402I2C),7+S)25

;

7.)*I

@@

0,742

1

42*747I7402*F,0:!"#!70!"#U

序号

XNM3O4

依托单位

>N

WW

#47$-

8

$-,7$7N7$#-,

申请数

X#'

W

4#

W

#,65,

资助数

X#';N-"O"

W

4#

8

46M,

资助率%
_

2N-"$-

8

467O

资助金额%"万元#

2N-",

%

南京农业大学

X6-

+

$-

8

?

8

4$<N57N465U-$[O4,$7

C

)) %) 0/'@@ (*.

0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
X#47:9O,7?

8

4$<N57N4Oq2#4O,74

C

U-$[O4,$7

C

*% / 0/'&* @0&

*

中国农业大学

A:$-6?

8

4$<N57N465U-$[O4,$7

C

*( ( 0%'&@ %%@.

)

吉林大学
J$5$-U-$[O4,$7

C

%/ ( )0'%% *.(

@

广西大学
=N6-

8

Q$U-$[O4,$7

C

)) ( %('%( 0(@

表
'

!

!"#!M!"#U

年动物繁殖领域项目负责人职称类别和学位情况

D+56)'

!

H7+7I*0F7476)-+7)

1

0,

;

+2CC)

1

,))0F,)*)+,-.6)+C),*42

@

,0

1

,+:*0F+24:+6,)

@

,0CI-7402F4)6CF,0:!"#!70!"#U

项目类别

E

CW

O,#;

W

4#

8

46M,

职称类别
E$75O<67O

8

#4

C

学位
HO

8

4OO

正高级职称

>O-$#47$75O

副高级职称

a$<O!,O-$#47$75O

中级职称

V$""5O7$75O

初级职称

G4$M64

C

7$75O

博士

H#<7#4

硕士

V6,7O4

面上项目

=O-O465G4#

8

46M,

*) %1 % & @& 0

青年科学基金项目

#̀N-

8

><$O-7$,7,2N-"

% 1 ** % )& 0

地区科学基金项目

2N-";#4KO,,HO[O5#

W

O"BO

8

$#-,

0& / 0 & 0/ 0

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

X67$#-65><$O-<O2N-";#4

H$,7$-

8

N$,:O" #̀N-

8

><:#564,

% & & & % &

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

LQ<O55O-7 #̀N-

8

><$O-7$,7,2N-"

% & & & % &

重点项目
]O

C

G4#

8

46M, 0 & & & 0 &

合计
E#765 @/ ** *. % %0* .

表
%

!

!"#!M!"#U

年动物繁殖领域项目动物种类情况$项%

D+56)%

!

A24:+6*

@

)-4)*42

@

,0

1

,+:*0F+24:+6,)

@

,0CI-7402F4)6CF,0:!"#!70!"#U

动物种类
?-$M65,

W

O<$O, 0&%0

年
0&%*

年
0&%)

年
0&%@

年
0&%.

年 合计
E#765

猪
G$

8

1 1 ( ( %* )*

牛
A6775O * 1 . ( 1 *%

绵羊
>:OO

W

0 0 ) * * %)

山羊
=#67 0 * ) 0 0 %*

牦牛
6̀\ & % % % % )

水牛
N̂;;65# % & 0 % & )

马&驴
S#4,O

!

"#-\O

C

& % & % & 0

鸡
A:$<\O- & % 0 0 % .

鹅
=##,O & % & & % 0

其他
T7:O4, % * * 0 % %&

合计
E#765 %. 0. *& 0( 0/ %0/

/))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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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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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报
)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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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0'@'%

!

睾丸功能与精子发生
!!

睾丸功能与精子

发生方向申请项目
()

项!资助
0&

项!资助率为

0*'(%_

!占资助项目总数的
%)'1*_

!研究内容主

要包括生殖细胞增殖分化&支持细胞功能&精子受精

能力等!其中有关生殖细胞增殖分化的项目
%%

项!

占主导地位'生殖细胞增殖分化方向的研究内容主

要包括精原干细胞增殖分化和成体干细胞诱导分

化!研究对象覆盖面广!包括水牛&牦牛&绒山羊&绵

羊&鸡和猪!仅在牛上无资助'从研究内容看!精原

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其表观调控机制已成为当前研

究热点!这也符合当前国际动物繁殖领域研究的前

沿)

.

*

'

0&

个项目中有
@

项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!

资助数量排在首位!说明其在该方向的研究实力较

强'从年度资助数量来看!资助数量有逐年增多的

趋势!提示从事睾丸功能与精子发生研究的人才队

伍在逐步发展壮大'

0'@'0

!

卵巢功能与卵子成熟
!!

卵巢功能与卵子

成熟一直是动物繁殖领域基础研究的重点和热点!

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卵母细胞成熟&卵泡发育&卵泡闭

锁&黄体形成与退化和颗粒细胞功能等!该方向历年

来基金项目资助数量最多!

0&%0!0&%.

年累计申请

项目
0%1

项!资助项目
)0

项!资助率为
%/'*@_

!占

资助项目总数的
*0'@._

'

'

卵母细胞成熟$主要

从代谢&表观修饰和信号通路等角度研究卵母细胞

体外成熟或减数分裂的调节及机制!资助
%1

项!研

究对象以猪&牛和小鼠为主!其中涉及猪的项目
(

项'

(

卵泡发育$主要研究卵泡发育过程中相关激

素&蛋白和信号通路的作用及机制!资助
%&

项!研究

对象包括鸡&鹅&牛&绵羊&牦牛&水牛和小鼠'

)

卵

泡闭锁$主要研究氧化应激&磷酸化修饰和表观修饰

等对卵泡闭锁的作用及机制!资助
@

项!其中南京农

业大学
)

项"含
%

项重点项目#!表明南京农业大学

已在该方向形成优势力量'

0

黄体形成与退化$主

要从血管生成和激素分泌等角度研究黄体形成与退

化机制!该方向目前属冷门!仅资助
*

项'

1

颗粒细

胞功能$主要研究热应激&氧化损伤和关键基因等对

颗粒细胞增殖&凋亡&自噬和激素分泌的调控机制!

研究对象为猪和牛!资助
1

项!其中吉林大学立项
*

项!南京农业大学立项
0

项'

0'@'*

!

生殖内分泌
!!

生殖内分泌是调节动物生

殖活动的关键!该方向的研究有助于阐明动物生殖

活动调控机制和开发动物繁殖调控的新技术'该方

向
0&%0!0&%.

年申请项目
)*

项!资助项目
%&

项!资

助率为
0*'0._

!占资助项目总数的
1'(&_

!立项比

例偏低!建议今后加强该方向的研究'研究内容主

要包括生殖激素的合成与释放及激素免疫的相关机

制!研究对象包括猪&马&驴&牛&山羊&绵羊和鸡'

0'@')

!

配子与胚胎保存
!!

配子与胚胎保存方向

共申请项目
)&

项!资助项目
%&

项!资助率为

0@'&&_

!占资助项目总数的
1'1@_

!其中仅
*

项来

自高等院校!其余
1

项均来自畜牧科学院与农业科

学院等科研院所!这可能是由于该方向研究内容偏

向应用基础研究!而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在应用

基础方面开展研究较多'研究内容主要包括
'

猪&

牛和羊卵母细胞的冷冻保存(

(

马和绵羊的精液冷

冻保存和猪精液常温保存(

)

猪胚胎冷冻保存'利

用转录组和蛋白组等技术手段研究冷冻保存对细胞

损伤的影响及机制是当前研究热点'

0'@'@

!

胚胎发育与附植
!!

在胚胎发育与附植方

向共申请项目
/&

项!资助项目
%.

项!资助率为

%1'1(_

!占资助项目总数的
%0')&_

'

'

早期胚胎

发育$资助项目
%0

项!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胚胎体外

发育阻滞&孤雌激活胚胎发育&体外受精胚胎发育和

胚胎性别分化相关机制'

(

胚胎附植$资助项目仅

有
)

项!研究内容主要有胚胎附植期间子宫容受态&

胎盘形成的基因表达调控&胚胎附植的关键基因筛

选等'胚胎附植是妊娠建立的标志和首要环节)

1

*

!

研究胚胎附植机制有助于提高动物繁殖效率!因此!

今后应该加强该方向的研究'

0'@'.

!

>AXE

和
$G>

!!

>AXE

和
$G>

是两种重要

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!既是当前生命科学领域研究

的热点之一!也是动物繁殖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内

容)

(!%&

*

'

0&%0!0&%.

年!在该方向共申请项目
/&

项!

资助项目
0.

项!资助率为
0('(/_

!占资助项目总

数的
0&'%._

!资助比例排第
0

'

'

>AXE

$资助项

目
0&

项!该方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
>AXE

胚胎发

育过程中的表观修饰&信号通路&相关因子&氧化应

激及其调控机制'

(

$G>

$资助项目
.

项!该方向主

要研究
$G>

细胞的诱导及其表观调控机制!研究对

象主要包括猪&牛&绵羊和山羊'

0'@'1

!

其他类
!!

资助项目数较少&且难以划分到

前
.

类的项目归为其他类!该类项目申请
/.

项!资

助项目
@

项!资助率为
@'0&_

!占资助项目总数的

*'((_

'其中!涉及初情期启动机制的项目
0

项!生

殖道微生态的项目
%

项!精卵融合的项目
%

项!多胎

性状调控机制的项目
%

项'

&@)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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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动物繁殖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

'

!

结
!

论

对
0&%0!0&%.

年动物繁殖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的分析!得出主要结论$"

%

#

动物繁殖领域资助项目类型以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

基金为主!其中面上项目资助数量增加趋势明显!青

年基金资助数量无明显变化'"

0

#高等院校是中国

动物繁殖领域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!其中获资助项

目数量最多的是南京农业大学!获资助总额最多的

是中国农业大学'"

*

#面上项目负责人以高级职称

人员为主!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以中级职称人

员为主!绝大多数项目负责人具有博士学位'"

)

#目

前研究对象涉及动物种类多!但主要集中于家畜!对

家禽繁殖的研究偏少(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卵巢功

能与卵子成熟和
>AXE

等方向'"

@

#蛋白质组学&

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等组学技术已成为动物繁殖领

域基础研究的重要手段!动物生殖活动的表观遗传

调控机制是当前研究热点'本文仅对
0&%0!0&%.

年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动物繁殖项目进行了分

析!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动物繁殖领域基础研究的现

状!所得结论仅供今后项目申报参考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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